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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奧運周五便將正式揭

幕，在新冠疫情來臨前，日本政

府辦奧的「初心」原本是要把

2020 年東京奧運打造成「復興」象徵，向國際展示經歷

「311」大地震後成功重建，擺脫過往數十年經濟發展停滯的

困境。但疫情導致奧運延期一年，賽事沒有觀眾、東京沒有遊

客、經濟沒有收益，一心想把奧運變成政績工程的首相菅義

偉，如今亦因為圍繞奧運的決策連番失誤，政治生涯陷於生死

存亡關頭。整個奧運對日本舉國而言，彷彿已失去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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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都政府是在2011年7月提出申辦奧運，但當時不被國內外看
好，聲勢遠不及另外兩個大熱城市西班牙馬德里和土耳其伊斯坦布
爾。不過2012年安倍晉三出任首相後，隨即大力支持申奧，並為此展
開龐大外交攻勢，最終協助東京奪得主辦權。舉辦奧運自此成為安
倍的施政核心，他將2020東京奧運視為1964東京奧運的翻版，
認為一場成功的國際體育盛事，正好向全球展示日本「復
興」，他本人更因此在2016年里約奧運閉幕式上，裝扮成
「超級馬里奧」粉墨登場。

日奧委主席：初心只能忘掉
可是新冠疫情蔓延一年半仍遲遲未受控，今屆奧運
似乎已經與原本的意義相去甚遠，逾半東京居民期望
賽事取消或延期，甚至日皇德仁亦曾開腔表示憂
慮，運動選手本身更身心俱疲。現任日本奧委會主
席山下泰裕亦坦言，疫情前他認為舉辦奧運的最重
要價值，是讓全世界民眾在日本聚首一堂，如今
「許多事情都要忘掉」。
安倍的「復興」夢，現在已經變成接任首相的
菅義偉的政治危機，雖然菅義偉一直堅稱，日本
有責任繼續舉辦奧運，又形容疫下舉行賽事，正
好象徵全球攜手勝過疫情的困難，不過事實是日
本疫情反而愈來愈嚴峻，民間對於奧運的怨氣亦不
斷升溫。政治分析師本田雅俊指出，菅義偉作為安
倍倉促下台後的繼任人，沒有明確政治理念，因此
上任後只能以「成功舉辦奧運」作為唯一施政重
心，結果反過來「自綁手腳」，令到舉辦奧運成為菅
義偉能否連任的唯一標準，他也不得不堅持在疫情下
強行舉辦奧運。

贊助商思考是否續出錢
縱使奧運最終得以舉行，但延期和縮減賽事規模，已對贊

助商、日本政府、轉播電視台等不同持份者，帶來前所未見的
經濟損失。以贊助商為例，最頂級贊助商原本簽約時已繳付1億

美元（約7.8億港元）贊助費，賽事延期後卻被要求再繳付1,000萬
美元（約7,767萬港元），其餘贊助商亦需額外再繳500萬美元（約

3,884萬港元），如同無底深潭。贊助商付出雖多，卻因為賽事不得民心，
反過來令企業商譽受損，很多贊助商亦無法透過派發門票和出售周邊商品等
達到宣傳效果。
松下電器（Panasonic）總裁楠見雄規直言，集團過往是基於相信奧運
「對社會有正面影響」而提供贊助，但東奧讓整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性質
和意義出現變化，集團需重新思考未來是否繼續贊助。
各國對奧運可否帶來經濟收益的看法亦有變。即使在疫情前，舉辦奧運

的成本亦愈來愈高，2014年索契冬奧成本估計便高達510億美元（約3,961
億港元），以致其後申辦2024年及2028年冬奧的過程中，相繼有城市退
出。2020年東奧的原本預算約為1.35萬億日圓（約954億港元），日本政
府及東京都政府均有份出資，延期後數字已增至1.64萬億日圓（約1,159億
港元），額外開支全數由日本公帑支付，這個數字還未計算閉門舉行導致
的900億日圓（約64億港元）門票收入損失。日本會計檢查院估計，東奧
實際所用公帑其實較官方公布數字更高，推算可能多達250億美元（約
1,942億港元）。

或助探討縮減奧運規模
無論如何，東京奧運都會於周五正式揭幕，那麼這場沒有觀眾、只有運動

員的賽事，在不再能作為日本「復興」的象徵後，是否能為未來的奧林匹克
運動會帶來什麼啟示？分析認為，如果東京奧運能夠在這個條件下成功落
幕，未來或可供其他奧運主辦城市參考，思考哪些是奧運的必要元素、哪些
不是，長遠或者有助奧運會改革，包括減少旅遊和商業元素、縮減規模及開
支等。山下泰裕便形容，他相信2020東奧的重要性在於「重新探索奧運的意
義」，國際奧委會的執行主任杜比亦相信，今屆賽事可證明奧運會其實可以
配合不同主辦城市的需要。
對於菅義偉而言，未來幾個星期他只能盼望日本選手盡量在賽事中奪得更

多獎牌，並祈禱在奧運會場內外不會出現大規模感染，否則他的政治生涯很
大可能到此為止。

新冠疫情爆發後，外界期望日本作
為發達國家，能在疫下安全舉辦奧運。
然而日本疫情多次反彈，東京奧運還未
開幕，便屢次爆出防疫漏洞。京都外國
語大學公共外交學教授斯諾指出，日本
過度迷信「文化例外論」，推崇「絕對
服從」和「盲目共識」，忽視來自國民
和海外的質疑聲音，國際形象因防疫不
力備受衝擊，最終只能自食其果。
「文化例外」通常指一國政府為抵
制外來文化影響，制訂保護本國文化的
政策。不過斯諾強調，日本的「文化例
外論」是在疫下固步自封，與全球防疫
意識隔絕。日本政府因去年未受疫情重
創，產生虛假安全感，未有像歐美國家

急於為民眾接種疫苗，更一度以為民眾
不願接種疫苗，結果事實上日本人對疫
苗需求殷切，導致疫苗至今供不應求。
斯諾還表示，面對國際社會，日本

政府表現出傲慢態度，宣稱東京奧運可
讓全球暫時忘卻抗疫疲勞，是全球團結
的象徵。不過日本在邊境管制上卻鬆緊
有別，歡迎各國貴賓前往日本，卻將一
般旅客拒諸門外，根本無法傳遞出「全
球團結」的訊息，反而強化因身份不同
被區別對待的印象。
斯諾認為，日本政府應建立危機公

關中心，開誠布公向全球傳達真實訊
息，否則任何在奧運期間出現的衞生危
機，都會嚴重損害日本政府的聲譽。

日本政府在東京奧運開幕前兩個多星期，宣布東京都再次進
入防疫緊急狀態，並取消奧運觀眾入場安排，推翻在6月中作
出的決定，朝令夕改令奧運相關各方都被殺個措手不及。日本
傳媒指出，日本首相菅義偉為求在大選前確立政績，凡事以奧
運為先，對疫情及接種疫苗速度盲目樂觀，要為奧運開幕前的
混亂局面負上最大責任。
日本政府於4月25日第3度宣布東京都進入緊急狀態，但當
局未有等疫情平緩，便趕在6月20日解除相關措施，試圖為奧
運開幕粉飾太平，並為准許觀眾入場鋪路。然而緊急狀態解除
後東京疫情反彈，當局最終不得不於7月12日第4度頒布緊急
狀態，同時取消奧運觀眾入場。
由解除緊急狀態到再次實施，前後相隔只有3星期，輿論矛
頭自然直指作為最終決策者的菅義偉。日本《朝日新聞》引述
多名政界消息人士說，菅義偉自去年9月接任首相以來，一心
想要在今年夏季控制疫情，並成功舉辦奧運，目的就是為了在
最快10月舉行的眾議院大選中爭取連任。

失執政黨內支持 或成短命首相
消息稱，菅義偉6月時決定解除緊急狀態，原因是認為疫苗

接種速度可以加快，同時相信梅雨季節下民眾外出活動
減少，從而讓確診回落。事實證明，菅義偉這些想

法都是過度樂觀，不但疫苗供應不足導致失落「每日100萬
劑」的接種目標，同時確診也未因為梅雨季回落。消息人士
說：「（菅義偉）以奧運為最優先，結果就是導致疫情失控、
觀眾無法入場。」
目前菅義偉內閣的支持率已經跌至35%左右，接近傳統上

30%的首相下台分界線，分析認為菅義偉已經失去執政自民黨
內支持，相信黨內已經開始考慮人選，在眾議院大選中取而代
之，菅義偉或會成為歷來任期最短的首相之一。

日迷信「文化例外論」
自損國際形象

奧運為先盲目樂觀 菅義偉作繭自縛

●●東京奧運只能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舉東京奧運只能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舉
行行，，日本政府原先希望將奧運作為日本政府原先希望將奧運作為「「復復
興興」」象徵的初心已經消失象徵的初心已經消失。。 路透社路透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左左））當年申奧當年申奧
的雄心的雄心，，如今變成繼任人菅義偉的噩夢如今變成繼任人菅義偉的噩夢。。

●●菅義偉政府對菅義偉政府對
疫情盲目樂觀疫情盲目樂觀，，
被認為要為當前被認為要為當前
東奧亂局負主要東奧亂局負主要
責任責任。。圖為奧運圖為奧運
會場內的防疫標會場內的防疫標
示示。。 法新社法新社

●●東京主要公路昨日啟用東奧專用行車東京主要公路昨日啟用東奧專用行車
線線。。 路透社路透社


